
证券时报常务副总编辑周一对话奇正藏药董事长雷菊芳：

现代科技赋能奇正藏药 重点壮大“止痛家族”

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

业绩稳健增长和持续高比例现金

分红，是奇正藏药在

A

股市场的两大

标签。作为国内最大的藏药生产企业，

奇正藏药自

2009

年登陆

A

股以来净

利润持续稳定增长， 从

2009

年的

1.6

亿元增至

2017

年的逾

3

亿元；累计现

金分红金额达

12.7

亿元，是

IPO

募资

金额的

2.6

倍。

近日，证券时报“上市公司高质量

发展在行动”采访团走进奇正藏药，证

券时报常务副总编辑周一与奇正藏药

董事长雷菊芳进行了深度对话。

雷菊芳表示， 未来奇正藏药将进

一步聚焦主业做大做强， 其中主打的

消痛贴膏产品未来增长空间还很大；

同时还要加大新品推出力度，打造“止

痛家族”，以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此

外， 公司未来还会重点关注能够与公

司战略具有协同效应的标的， 公司有

望迎来“内生

+

外延”双翼成长新阶段。

现代技术赋能传统藏药

周一：

最初您是在中科院物理研

究所工作

，

后来是什么机缘促使您下

海创业

？

为什么会跨界选择藏药领域

来发展

？

雷菊芳：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我在

中科院从事重离子加速器工程项目的

研发工作。

1987

年，适逢国家号召科技

人员要走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当时我便

选择了创业。 如今回头来看，当时的选

择还是比较理想化的，但做出这个选择

过后，我便义无反顾地一直往前走了。

当时之所以选择藏药领域来发

展， 首先是因为我本人非常喜欢藏文

化，在西藏也有不少朋友。其次来源于

当时的一些经历。藏区地处偏远，上个

世纪

80

年代时交通很不方便，但我在

这些偏远的地方发现居然有内地人、

大城市的人不畏路途遥远崎岖， 专程

赶赴藏区治疗类风湿，而且效果明显。

要知道， 类风湿疾病是世界性的医学

难题，藏药却表现出明显治疗效果。所

以在藏药老师的指导下， 风湿疼痛的

解决方案成为奇正最聚焦的方向。

如今藏药外治已经成为一个了不

起的医药科技体系， 前一段时间藏药

外治法还获得了世界非遗认定。 但当

时， 要想把传统外治应用推广到更广

大的地区，还是存在很大困难的。其中

的困难之一就是， 湿敷药如何从西藏

局部区域走出来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

中，运输、存放是难题。 而我本人长期

从事真空技术研究， 在解决这个困难

时便起到作用———真空冻干技术就能

解决这一难题。

不过，奇正藏药最初成立时，公司

买不起这个价格数百万元的设备，于是

我和同事们一起动手， 集体制造了一

台。最终做成后，藏药开始方便携带，并

且能够做到把藏药鲜活药材成分长久

保存住。 这相当于运用现代技术，对传

统药方进行了提升，以方便推广。

周一：

经过

25

年发展

，

奇正藏药

成为藏药界的龙头企业

。

您认为

，

期

间哪几步走得最为关键

？

雷菊芳：首先，选择做藏药外用止

痛药非常关键， 因为口服药难度要更

大；其次，把外用药用现代科技改造成

具有科技含量的便携用药， 这项技术

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第三，把基

地选在西藏林芝也非常重要， 资源是

藏药产业的基石， 而西藏林芝则是藏

药宝库，早在

1300

年前，就有藏医界

的医圣选中这里建立了保护基地、科

研基地和教学基地。

消痛贴膏年销售10亿元

周一：

奇正藏药的主打产品外用

消痛膏药

，

被业内认为带来这个市场

的一场革命

。

这一产品未来市场空间

有多大

？

雷菊芳： 消痛贴膏目前是中国外

用治痛膏药市场占有率排名前列的产

品。

2018

年上半年，公司贴膏剂收入

4.17

亿元（收入占比

76.79%

），同比增

长

20.82%

。消痛贴膏快速增长的原因

在于， 全国重点省市招标中全部顺利

中标，本轮降价影响已经基本体现，销

量平稳增长。从近年看，公司的贴膏年

销售规模通常在

10

亿元左右。

在我看来，产品自身的进步决定

着未来的发展空间。 其一，现在很多

医院都增加了疼痛科，解决疼痛呈现

扩大化趋势；其二，通过与智能技术

等结合创新，可以更方便使用；第三，

现在已经有技术可以实现一点贴即

可全身止痛， 不少内病也可以外治，

而外治在藏医领域非常成熟。

周一：

贴膏在海外市场销售情况

怎么样

？

雷菊芳： 目前贴膏在海外销售额

不大，且在华人区销售较多，不过正在

出现新的机会。比如美国，疼痛在发达

国家此前通常会用到神经阻断类药和

成瘾性药，包括吗啡类药，但这给社会

带来潜在和已经暴露出来的不少问

题，比如部分年轻人慢慢形成毒瘾，变

成社会公害。

2018

年，美国政府已经

签署命令， 医院将不能再使用吗啡类

止痛药， 这将给植物止痛类用药带来

很大机会。目前，公司已经与相关机构

密切合作，向华人以外的客户拓展。

不过，藏药要想顺利走向国际，还

有一些环节需要打通， 最重要的是包

括可重复、可证实、标准化等方面。

打造“止痛家族”

周一：

公司提出的

“

一轴两翼三支

撑

”

战略有哪些内涵

？

运行效果如何

？

雷菊芳：

2018

年是公司经营围绕

“一轴两翼三支撑” 的战略举措开展

的首个年度。 “一轴” 即做强消痛贴

膏，通过大医院、基药、零售三轮驱动

实现消痛贴膏的持续增长。 “两翼”一

方面通过丰富疼痛品类产品线，为患

者提供有临床价值的特色疗法和经

典方剂产品组合，另一方面是聚焦神

经康复和妇儿、皮科市场。 “三支撑”

是指营销模式创新、资本运营以及包

括数据信息、运营、人才、机制建设在

内的动车型组织的打造。

在深度和广度方面， 藏药产业仍

需要公司去推广。 不少患者已有多年

疼痛症状，但是却不知道藏药效果，这

说明我们的传播还没有到位。 特别是

农村地区， 这些年医保已经惠及很多

农民，而要真正做到缓解患者疼痛、降

低农村医保负担， 公司还需要尽到更

多责任，其中的市场空间也非常大。如

果不断发现新用途、 做好研究和推广

工作， 公司主打产品的年销售额达到

20

亿元，我认为问题不大。

在“两翼”战略方面，一方面，将打

造“止痛家族”组合，

2018

年以来，公

司团队不但没有缩编， 而且在持续扩

充；另一方面，新的藏成药方面，甘肃

等地基层有需求， 公司也会在其他藏

区基层来推广。

周一：

公司未来会否从藏药向西

药

、

中药领域拓展呢

？

雷菊芳：我们会专注主业方向，将物

理治疗、 物理发现和藏药结合起来。 同

时，在最新研究领域，包括干细胞应用领

域，也非常关注，希望能够找到结合点。

周一：

公司有哪些重磅新产品正在

研发储备

？

雷菊芳：首先，打造“止痛家族”。 除

了对重度疼痛效果很好的消痛贴膏之

外， 现在公司还有用于小部位轻度疼痛

的产品； 同时有产品用于湿疹等皮肤问

题的治疗， 以替代激素， 用完之后不复

发；骨科术后肌肉萎缩等神经损伤，用公

司产品也非常有帮助；此外，包括治疗办

公室颈椎病的藏药产品在内， 公司的止

痛家族已经形成， 且都已经用现代药物

临床实验证实。

目前，公司已经拥有

70

多个藏药批

准文号， 其中数十个已经在藏医院小规

模应用。之所以没有全部应用，是因为藏

药除了按照自己体系验证， 还要用新的

体系验证，公司需要一个一个做。

其他重磅产品将是一个传统和探索

创新相结合的领域， 公司也在采取其他

一些方式推进产业化。 比如通过跟麻省

理工学院合作， 试图在用药舒适度方面

取得突破， 未来公司将在这方面适时推

出专利。 此外，在局部用药方面，公司也

在推进一些项目。

资本市场带来三大改变

周一：

公司上市以来业绩持续增长

，

而且利润比收入增长要快

，

为什么

？

雷菊芳：首先，产量增加时，单位人

工成本下降，这得益于公司在自动化、智

能化方面提前下了功夫。

其次，成本控制。奇正藏药文化中有

艰苦奋斗的传统， 最初我去林芝考察建

厂时，院子每一块砖，都是自己购置制砖

机压出来的， 一下子成本节约了

80%

。

20

多年过去了，砖面依然非常平整。 还

有一个例子是， 当初公司进行药品推广

时，医生并不知道藏药为何物，我们用了

足足三年时间进行推广。 现在每到止痛

日推广活动期间， 我们的员工就会穿上

藏服，趴到地上，给大家一个一个贴药，

让人非常感动。

第三，公司利润增速相对较快，也受

益于西藏产业政策的支持。

周一：

“

带量采购

”

对公司有何影响

？

雷菊芳：在我看来，带量采购致力于

让广大普药、 癌症治疗药等价格能够降

下来，尤其对于天价药应该着力发力。这

既可以让百姓用得起， 同时还能让医保

负担降低。 目前有些医药企业开工率不

足，如果能够通过带量使价格降下来，让

一个厂开足马力，控制成本，这是有积极

意义的。

但我也担心“一刀切”可能对整个

行业带来影响。 在医药产业内，大量的

研发投入才能出现重磅新药， 因此，不

能让一家企业仅仅能够维持生存。 现在

虽然部分药企毛利率较高，但是销售费

用也很高。 例如，现在全国有

40

多家藏

药工厂，大多委托给别人去销售，自己

净利率很低。

周一：

公司下一步高质量发展的重

点

，

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

雷菊芳： 首先， 藏药是一个伟大宝

库， 需要发掘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的治

疗领域，发挥公司优势品种，下功夫做研

究，证实其有效性。

第二，创新方面需要持续推进。 类似

公司此前利用冻干技术解决藏药不方便

携带的问题，现在仍有很多类似的机会。

第三，稳步发展。部分

A

股公司近来

遭遇股权质押危机， 部分企业把公司控

股权卖掉，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第四，用好资本市场，找到能够与公

司业务相互支撑协同的地方， 公司肯定

也会重点关注。

周一：

登陆资本市场给公司带来哪

些改变

？

您保持高比例控股权是什么考

虑

？

为什么一直采用现金分红方式回报

投资者

？

雷菊芳： 改变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

一，管理更加科学化、体系化、更具合规

性，尤其是较好解决了战略制定问题。 其

二，人才吸引和品牌传播方面，上市公司

是个更好的平台。 其三，防范风险方面，

除了公司的内控团队之外， 公司还有会

计师、律师协助，有助于公司稳健发展。

奇正的股权结构有其历史成因，但

现在看来， 稳定的股权结构对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在经济

周期的起落中，在市场环境的波动中，需

要股东始终保持对产业的信心， 与此同

时， 也能在更高层面为上市公司的发展

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 现在奇正藏药控

股股东每年都会有

20%

的营收用来做社

会公益项目，并且成立有两家基金会，支

持藏医学研究， 发展藏医教育和贫困救

助， 另外也一直在考虑时机成熟时部分

股份用于员工回报， 这些都需要股东有

长远的价值投资理念作支撑。

投资者回报方式方面， 只要公司经

过论证的，适合市场、股民需求的投资者

回报方式，都是可以尝试的。

周一：

今年以来民营企业对经济形

势的压力感受较为明显

，

公司有哪些体

会和建议

？

雷菊芳： 在新环境下， 民营企业要

盈利很难，要想大幅增长更难。 我们希

望，政策要稳定、要鼓励创新；同样作为

纳税人，民营企业应该具有同等国民地

位；同时我们也希望，监管方面可以考

虑给民营企业较为宽松的激励环境。 打

一个比方，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在身边

端茶送水的无疑是亲人，但去上山砍柴

不在身边的， 也是家庭的重要成员，应

该多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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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菊芳：科学精神 菩萨心肠

周一

31

年后

，

在北京朝阳区望京北路

9

号叶青大厦

D

座

7

楼

，

雷菊芳坐在我对

面

，

回想起当初决定走出体制

、

下海创业

的那一刻

，

觉得自己未免有些理想化

，

甚

至轻率

。

“

如果用今天的风险控制来评估

，

我

觉得会放弃的

。

当时是比较理想

，

也比较

冲动地选择了

。

当然了

，

一旦选择了

，

那

就是义无反顾了

，

就要努力地往前走

了

。 ”

她说

。

雷菊芳是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

创始人和实际控制人

。

1987

年

，

神

州大地思想解放

，

科技人员走向国民经

济主战场大潮翻涌

，

34

岁的高级工程师

雷菊芳决定从中科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

所停薪留职

，

下海创业

。

这一路走下来

，

坡坡坎坎

，

一晃就是

31

年

。

雷菊芳走进藏区

，

深入藏药这座宝

山

，

运用现代科技改进传统秘方

，

推出爆

款产品

“

奇正消痛贴膏

”，

并带领奇正藏

药走出藏区

，

走向全国

，

走向资本市场

。

一朝功成

，

光环加身

，

雷菊芳也不例

外

。 “

全国人大代表

”、“

全国政协委员

”、

“

杰出民营企业家

”、“

西藏首富

”、“

扶贫

状元

”、“

优秀社会主义建设者

”……

一个

接一个

，

令人眼花缭乱

。

光环之下

，

雷菊芳依然本色

。

面对镜

头

，

她素颜白发

，

亚麻色寿字纹中式对襟

上衣

，

黑色宽大长裤

，

淡淡说起当年那些

事

，

不喜不悲

。

工程师基因

、

科学精神依然流淌在

她的血液里

。

公司上上下下

，

习惯称她为

“

雷工

”。

回想创业之初

，

买不起几百万一套

的设备

。

雷菊芳请同事帮忙

，

动手做了一

台

，

只花了十几万

，

把真空冻干工艺应用

到消痛贴膏上

。

试验成功

，

大大便利了贴

膏的随身携带

，

使得即便是经过远距离

运输和长时间存放

，

药材的活性依然能

保持稳定

。

藏医

、

藏药种种神奇

，

外界传说不

少

，

但真正要造福更多人

，

还要克服不少

文化心理上的障碍

。

这也是雷菊芳苦思

冥想

，

希望有所突破的

。

她认为

，

藏药

、

中

药走向国际

，

为更多的人接受

，

关键要标

准化

，

可验证

，

可重复

。

“

第一是安全性

，

要让我们的医生

，

让我们的消费者知道

，

它是安全的

。

第

二

，

还要说明它不但安全

，

还非常有效

。

要把是怎么有效的

，

用现代医学和实验

的语言描绘清楚

，

然后人家试了

，

道理上

明白了

，

心理上没有障碍了

。 ”

她说

。

因此

，

无论医学循证的过程有多长

，

有多难

，

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

。

有些人抱

怨

，

外界没有发现藏药的优势

。

雷菊芳不

这么看

。

她说

：“

好的东西是压不住的

。

一

颗夜明珠

，

你得自己把它给擦亮

。

我们愿

意把路趟出来

，

把它验证出来

。

不要期待

着找一个营销的高手

，

采取一个什么手

段

，

马上就来爆发式的增长

。

那也许会有

的

，

但不长久

，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

有感

受

，

有体验

，

有效果

，

这才是长久之道

。 ”

雷菊芳讲了一个当年

“

无证

”

造砖

的故事

。

上个世纪

90

年代

，

公司在林芝

建厂

。

当地交通不便

，

如果从内地把砖

块运进去

，

成本很高

。

于是

“

雷工

”

花了

3

万多块钱

，

买了一台制砖机

，

用水泥和

上其他料

，

做成砖

，

节省了

80%

的成本

。

后来

，

公司在甘肃榆中建厂

，

又把那台

制砖机拉了过去

。

“

有些地方大概是三四年地砖要换

一次的

，

因为时间久了

，

会有裂纹

。

我们

自己压的砖

，

都二十年过去了

，

还铺在那

儿

，

好好的

。

我很感慨

。

人其实要有一种

精神

，

一个企业

，

特别是制造业

，

也要有

一种精神

，

就是在每个环节和每个细节

方面去贯彻工匠精神

。 ”

她说

。

除了工匠精神

、

科学精神

，

雷菊芳身

上还有一种品质

，

那就是菩萨心肠

，

向善

利他

。

1995

年

，

西藏林芝还是一个交通不

便

、

很少有人去投资的地方

。

雷菊芳跟随

光彩事业到了当地

，

有个县长连夜拉着

她去考察

，

又是敬酒

，

又是跳舞

。

她心一

软

，

未经深思熟虑

，

就选择在当地建厂

，

招募了一些残疾人

、

还有更多本地人来

厂里上班

，

从此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

后

来她意外发现

，

建厂的地方

，

1300

年前就

被藏族大医圣宇妥

·

元丹贡布选中

，

建立

了藏药保护基地

、

科研基地和教学基地

。

雷菊芳捐建了六所传统藏医学校

，

做医疗培训

，

培养藏医

，

支持他们到偏远

地区去给人治病

。

希望用这种方法

，

把传

统藏医里宝贵的东西传承下来

。

员工得了大病

，

医保报销不掉的部分

，

公司全部支付

。

员工的直系亲属如果得了

大病

，

公司也会给予一定比例的救助

。

“

我特别看不上那些员工病了

，

就借

机会把人家给开掉的企业

。

那是缺德的

，

是造了很大的恶业的

。 ”

雷菊芳说

。

不久前

，

西藏昌都市八宿县林卡乡

尼巴村的一百多位村民来信

，

感谢雷菊

芳收购了村里近两万斤野生核桃

。

尼巴

村地处偏远

，

出行困难

，

雷菊芳连续四

年帮助村民卖核桃

。

村民称她为

“

核桃

阿妈拉

”。

采访结束

，

走出

“

核桃阿妈拉

”

那间

有点拥挤的办公室

，

回头看到门口正对

着的一面墙上

，

挂着一条黄色哈达

、

一枚

红色吉祥结和一幅十相自在图

。

不由联

想到当今世界

，

各种撕裂

，

无处不痛

，

不

正需要像雷菊芳那样

，

以菩萨心肠融合

科学精神

，

调制一方消痛膏药

，

弥合撕

裂

、

消除痛楚吗

？

（作者系证券时报常务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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